
开放招商是实现洛阳经济
“提速增量、提质增效”目标的
“关键一招”，是建设名副其实
的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的

“强大引擎”。在日前召开的全
市开放招商暨旅游产业发展会
议上，伊川县、市商务局等 13
家单位因思路清晰、措施有效、
业绩突出，被评为“2013年度全
市开放招商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今起开设《学习标杆勇争
先 打造招商新亮点》栏目，专
题报道这些单位的好经验、好
做法，以期对各单位有所启发、
有所借鉴，从而在全市打造更
多开放招商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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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将鼓励各县（市）区政府
组建投融资平台，加强与国家开发银
行、省豫资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
作，积极争取信贷支持，确保全市棚户区
改造项目3年内全面开工、5年内基本完
成。这是记者从昨日下午召开的全市棚
户区改造项目融资政策培训座谈会上获
悉的。

融资渠道更广泛：
争取更多信贷支持

在座谈会上，我市邀请国家开发银
行、省豫资城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棚户区改造项目投融资的相
关运作模式和优惠政策。

我市为破解改造项目资金瓶颈，今年
将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市旧改办主任常安仁表示，我市将积
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通过直接投资、间
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
棚户区改造，民间资本参与的棚户区改造
项目与政府组织实施的项目将享受同等
支持政策。

“本月初，国开行总行对我省棚户区
改造项目一次性新增中长期贷款承诺
458 亿元。同时，该行还将为省豫资公
司发行不超过 90 亿元的私募债用于棚
户区改造项目。”常安仁表示，为抓住
此次机会，我市鼓励有条件的县（市）区
政府设立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实体，搭建融资平台，参与棚
户区项目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并积极争
取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融资平台的融资
支持。

此外，我市金融机构也将加大对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符合规
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棚
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发行专项用于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并优
先办理核准手续，加快审批速度。

改造范围有界定：
4类房屋将被改造

座谈会透露，我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将
在3年内全面开工、5年内基本完成。其
中，4 类房屋属于棚户区改造范围，分别
为：

【城市棚户区】标准为在城市规划区
范围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居住区：一是
房屋建筑密度大，结构简陋，使用年限40
年以上的房屋面积超过 50%；二是房屋
质量差，安全隐患大；三是使用功能不完
善，基本配套设施不健全；四是城市规划
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行政村（社区）、自然村

（村民组）。
【国有工矿棚户区】在城市规划区外，

隶属于国有工矿企业，且简易结构房屋较

多，建筑密度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
差，建筑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
套设施不健全的区域。

【林业棚户区】国有林场中破旧平房
集中连片、泥草房和危房面积超过50%，
基础设施不齐全、道路狭窄、治安和消防
隐患大、环境脏乱差，低收入家庭户数较
多的居民区。

【垦区危旧房】在垦区国有土地上，且
符合下列四个条件之一的居民住房：一是
破损严重、使用年限超过40年的房屋以
及土坯、泥草等简易结构房屋；二是建设
部门认定的危房；三是在基础设施配套和
防震等方面达不到规定标准，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的房屋；四是集中连片、危房面积
超过50%的居民点。

在运作模式上，城市棚户区改造以政
府主导、商业运作为主；国有工矿棚户区
改造由工矿企业实施，政府给予政策支
持，企业与职工共担改造成本，成熟一个
改造一个；林区、垦区的棚户区由行业主
管部门集中实施。

本报记者 李东慧 见习记者 姜明明

全市棚户区改造任务明确

3年内全面开工 5年内基本完成

（上接01版）
李生武后来回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病严重

到什么程度，是细心的杨经理事先了解到我有可能下
不了手术台，才叫同志们都过来陪我的。”

手术后第二天，李生武醒来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杨奎烈，他感动得热泪直流。

留院观察的日子，杨奎烈每天再忙都要到李生武
的病床前看看。李生武说：“有这样的好领导，我没理
由不干好工作！”

“安心治疗，有我们在”
杨奎烈病重期间，心中仍惦记着职工。
杨奎烈住在解放军第150医院。他听说锅炉工任

景国也因病住进了这个医院，就不顾家人劝阻，坚持要
去探望任景国。

任景国的病房和杨奎烈的病房相距虽然只有百余
米，可要翻过一个小山坡，然后还要爬上四层楼。对于
肝癌晚期的杨奎烈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可是杨奎烈执意要去，家人只好陪着他，慢慢地往
任景国的病房走去。

在家人的搀扶下，一段正常人两三分钟就能走完的
路程，杨奎烈却走了十几分钟。来到任景国的病房，他对
任景国和家人说：“安心治疗，有我们在。”任景国病故后，
杨奎烈又三番五次地交代，一定要全力帮助任景国家人
处理好后事，这让悲痛中的任景国家人非常感动。

暖心的暖气
102高压间是中信重工高压供电的中心，位于厂

区西北角。高压间的值班室离暖气管道很远，多年来
一直不通暖气，这成了杨奎烈的一块心病。

杨奎烈多次申请特批一条连接高压间的供热管
道。从这里到厂区最近的供热点，连接管道至少2公
里，有人说不划算。杨奎烈反驳道：“企业发展的目的
不就是让职工工作、生活得更舒适吗？不关心群众，就
不配当干部。”

2011 年8月，杨奎烈抱病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方
案，还亲自设计、筹划采暖工程。工程施工期间，杨奎烈
又多次到现场指导。供暖管道安装完成后，他逐个环
节地检查。

11月中旬送暖后，已经病重的杨奎烈再次来到值
班室。他用手挨个地摸暖气片热不热，并询问运行值
班人员暖不暖和。当得到大家的肯定回答后，他才说：

“那我就放心了。”

“心细”的雪糕
2009年8月，中信重工宜阳重铸铁业有限公司投

产后，一台变压器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用电。杨奎烈
决定马上投运铸铁北变压器，并将这个任务交给输配
电车间完成。

盛夏的一个下午，天气异常闷热，大家正干得汗流
浃背，杨奎烈来看大家了。

杨奎烈快步走到工人们中间说：“大家辛苦了！
来、来、来，先放下手里的活，吃块雪糕消消暑，然后咱
们一起干！”“雪糕？”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这么热的
天、那么远的路，估计雪糕早就化成水了吧。

杨奎烈把雪糕一块一块地递到大家手中：“快吃，
吃啊！”冰凉的雪糕一点儿都没化。后来大家才知道，
杨奎烈特意安排人制作了冰块，把雪糕冻起来送到了
工地。

又凉又甜的雪糕温暖了职工的心。大伙儿都说：
“杨经理的心多细啊！”

“不一致”的真性情
杨奎烈的直脾气也是出了名的。
他有一个习惯：每天上班前都要到生产现场巡视

一遍。
有一次，他巡视到站房，发现当班的女工没有及时

接班。他非常生气，就一直站在那里等。
那名女工到岗后，杨奎烈当着众人的面毫不留情

地批评了她，严厉指出缺岗可能给生产带来的影响、给
安全带来的隐患。

后来，杨奎烈得知这位女工是因为孩子生病才未
能及时接班的。当天下午一下班，他就专门到这位女
工家里去看望其生病的孩子。

在工作上的严厉要求，和对职工的真心关爱，让大
家感觉杨奎烈很“不一致”。这样的“不一致”让职工们
心服口服：“杨经理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批评得确
实‘动真气’，但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更是‘动真情’呀！”

“不关心群众，
就不配当干部”

开放招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
各部门共同栽培、共同浇灌，最后方能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近年，市商务局大胆
尝试和创新工作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市
县联动招商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工作
成效。

一种机制，引来一个个大项目
10 天前，一条消息给牡丹花城带来

惊喜：13日，由珠海中诚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改装的两辆纯电动公交车正式交付
我市，这标志着投资10亿元的新能源客
车洛阳产业基地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一个投资 10 亿元的大项目顺利签
约，市县联动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

市商务局招商二科科长姬向懿回忆，
去年年底，市商务局捕捉到北师大校园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珠海中诚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有意到外地投资的信息。市商务
局局长曾丹梅当即带领市商务局工作人
员前去洽谈，经过几次交流，两家公司对

投资洛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市商务局
根据对方的投资要求、项目特点，提出由
伊滨区作为项目承接地进行深入对接。

这一“棒”交给伊滨区后，市商务局并
没有“走开”。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副市长
王敬林带领伊滨区、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赶
赴珠海，最终签下了这笔投资10亿元的
大单。

无独有偶。今年 3 月正式投产的青
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项目，与此有异曲
同工之妙。

“全国各地对青岛啤酒项目的竞争异
常激烈，得益于市县联动机制，宜阳县才
能在高手角逐中脱颖而出。”宜阳县招商
局局长赵青海由衷感慨，作为世界500强
企业，青岛啤酒对投资地的选择既谨慎又
苛刻，单靠宜阳县一己之力很难打动青岛
啤酒投资方。从市商务局捕捉到青岛啤
酒的投资意向开始，市商务局、宜阳县始
终保持紧密沟通，在洽谈的瓶颈期、签约
的关键时刻，市县拧成了一股绳，一同分
析，一同交流，一同研讨……最终使得项
目落户宜阳。

“协力同心，黄土变金！”这是赵青海
给予青岛啤酒项目最凝练的总结。

市县联动机制是如何“联起来、动起
来”的呢？第一步是“望”——市商务局捕
捉信息；第二步是“闻”——对信息进行筛
选分类；第三步是“问”——分析寻找项目
合适的“生长地”；第四步是“切”——确定
具体对接县（市）区……

这四步走完，市县牵手，唱“同一首
歌”。近年，市商务局通过市县联动机制，
充分发挥上下协同作用，捕捉信息及时对
接，选定项目跟踪推进，促成了一批重大
招商项目落地。

一种机制，打通“最后一公里”
“从2007年开始，市商务局就开始探

索实行市县联动机制，经过多年的摸索，

如今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作机
制。”曾丹梅表示，作为全市招商工作的

“司令部”“参谋部”和“执行官”，市商务局
承担着全市开放招商的重任。在以往的
招商工作实践中，存在着市里、各县（市）
区沟通不畅的问题。“一方面，在争取一些
大项目、知名企业时，各县（市）区掌握的
各种资源有限，争项目时往往没有底气、
不敢拍板。另一方面，市商务局处于开放
招商第一线，掌握着大量的招商信息，却
不能及时传达给各县（市）区。”

曾丹梅表示，一个大项目的落地，除
各县(市)区积极主动对接外，也离不开
市级层面的推动。市县联动，合力引进
大项目，是市商务局一直倡导和全力运
作的招商模式。事实证明，市县联动能
够较好地释放集聚各方能量，打通“最后
一公里”。

——集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项目签
约、落地。任何一个项目的成功签约、落
地过程，都涉及许多职能部门，单凭县

（市）区一己之力很难调动众多资源。市
县联动可以从市级层面入手，将各方力量
积聚起来，加快推进项目洽谈、签约、落地
速度。

——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市商
务局掌握着大量的招商信息却没有项目
承接地，各县（市）区有项目承接地但招商
信息有限。通过市县联动机制，市商务局
掌握的大量信息，可以及时传递给各县（市）
区，让他们在第一时间跟进项目，而各县

（市）区在项目洽谈中遇到问题，也可以反馈
给市商务局，由市商务局进行沟通、协调。

——优化产业布局，合理配置项目。

对于投资项目，市商务局会进行初选，将
符合我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推荐给适
宜项目发展的县（市）区对接，更加有利于
优势产业集聚发展，避免各县（市）区的无
序、盲目竞争。

“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曾丹梅这样
说。

一种机制，联动链条“越结越粗”
曾丹梅表示，市县联动机制，将是市

商务局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力推动的招商
模式。当然，随着招商形式不断发展变
化，我市将对市县联动机制进行相应的调
整，强化大员上阵、突出项目落地、进一步
建立健全数据库，推动市县联动机制发挥
更大作用。

强化大员上阵。对于重大招商信息，
一旦确认跟进，立即明确由市领导、各县

（市）区主要领导主抓，全力以赴推动项目
洽谈、签约。

突出项目落地工作。对于已签约的
重大项目，我市将成立项目推进指挥部，
明确专人负责，集中全市各职能部门力
量，破解项目落地瓶颈，推动项目早落地、
早达产。

进一步建立健全数据库，充分发挥信
息共享作用。市商务局将进一步优化项
目库、客情库、劳动用工和人力资源库、土
地储备和标准化厂房库、政策法规和市情
资源库“五库”建设。

“开放招商比环境，更比智慧。好机
制，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让它更有用、更管
用、更实用！”曾丹梅充满信心地表示。

本报记者 孙小蕊

第一步是“望”——捕捉项目信息；第二步是“闻”——筛选项目信息；第三步
是“问”——寻找项目“生长地”；第四步是“切”——确定项目对接地

市商务局：市县联动“走活”招商大棋


